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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对于很多健康人来说，也许是一
件艰难的事情，而对于腿部伤残且患有强直
性脊柱炎疾病的残疾人来说，更需要付出常
人想象不到的心血与汗水，其中的艰辛、毅
力以及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怕是常人难
以体会到的。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残疾人李
浩杰，倾听他的创业故事与艰辛历程。

今年42岁的李浩杰，居住在新郑市炎黄
小区，站着不动，你绝对不会把残疾二字和他
联系起来，但看到走路时他离不开的那根拐
杖，让人顷刻间感到上天的不公。而从小就
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更让他有时候疼
痛难忍。

原本，李浩杰和很多健康人一样行走
自如。但 1996 年，22 岁的他因车祸导致肢
体四级残疾，致使人生从此无法摆脱与拐
杖相伴的生活。

面对突然的变故，也许其他人会一时难
以接受，可李浩杰却表现得很平静。妻子李

建平回忆说：“他肯定难受，但他从来没有在
家人面前流过泪。对家庭、对孩子的责任，他
一点都没有丧失。”这样的“硬汉”，告诉自己
一切要从零开始，自己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
的努力，才能做的和正常人一样。

2008年，李浩杰无意中在电视中看到雏
鹰农牧集团董事长侯建芳的创业事迹后，大
受启发。他辞去工作，经多方咨询和了解
后，投身养殖业。他在小左村利用流转出来
的 120亩地建起了养猪场。“不创业不知道，
一创业才知道有多难，酸甜苦辣……啥滋
味都尝过。”沉稳的李浩杰说，养殖肯定有
风险，行情、病害、销路，这些都是需要考虑
的事，但都被他想尽办法各个击破了。现
在，养殖场内每年产销顺利，让他更坚定了
养殖的信心。

有了养殖业，就有了有机肥。怎样才能
综合利用这些有机肥呢？李浩杰经过考察和
专家交流后，又创建了葡萄种植基地。经过

他和妻子的精心管护与付出，现在无核枣红
提、摩尔多瓦、金手指、森田尼无核等十个品
种的葡萄满足着不同消费者的口感要求，而
夏黑和巨玫瑰因其独特的品质，连续两年在
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举行的全省葡
萄评比中斩获金奖。看到证书时，李浩杰感
觉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当然，在种植葡萄的过程中，李浩杰也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比如，去年因资金紧张，他
无法购买避雨棚，致使大面积的葡萄在风雨
中损失惨重。“下雨天，当你站在丰收在望的
葡萄地，想着雨后葡萄一颗颗崩开的情景，你
就分不清脸上的是泪水，还是雨水。”从李浩
杰不慌不忙的语调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葡
萄是他的心头肉，是他实现人生价值重要的
一部分。

现在，养殖业和种植业齐头并进，有效
地解决了当地 200 多名富余劳动力的出
路。在忙碌的生活中，他实现着自己的梦

想。妻子李建平是他永远的追随者，“他大
旗一挥，我就跟着走。”在她眼中，丈夫是个
坚强、不服输的人，平时有什么困难，他都一
个人扛着，给她一种“即使天塌下来，也有他
顶着”的安全感。

不等，不靠，只用双手去创造。他用勤劳
的双手和一根拐杖，为妻儿撑起一片天空。
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诠释了“男儿当自
强”的豪迈与担当。他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让
我们明白了只要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步，坚
持下去，就会看到成功的曙光。

也许，当我们品尝着甘甜可口、与众不
同的葡萄时，没有人能体会到饱受身体之痛
的他从零开始的艰辛痛苦，也没有人能体会
他对这些葡萄的至深感情。现在，在新郑创
建一个天然氧吧的梦想又摆在他的面前，虽
然知道会困难重重，但经历破茧成蝶后的他
相信只要梦想在，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期待着。

李浩杰：有梦想，没有什么不可能
本报记者 昊涵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证 法》颁 布 实 施 已 有
十 周 年 。 新 郑 市 通 过 一 系 列 宣 传 活 动 ，宣 传

《公证法》，为全面贯彻落实《公证法》、进一步推
动公证工作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
社会环境。

十年来，新郑市公证处共办理各类公证2万余件，
所涉公证文书发往全国20多个省市。

公证已入寻常百姓家
“你好，婚前财产公证是咋办的？”
“俺父亲想把他名下的房子过户到我名下，需不

需要公证？”
“立遗嘱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近日，在新郑市炎黄广场，新郑市公证处 7 名

工作人员着装整齐，通过悬挂横幅、制作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等形式，开展《公证
法》宣传活动。

这些平日里出现在电视彩票开奖、招投标、拍
卖会中的公证员，出现在街头，零距离与市民交流，
吸引了不少过往市民前来咨询。

新郑市公证处主任娄健琳介绍，由于外界对公
证工作不是很了解，公证工作常被认为是“盖章赚
钱”。其实，公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涉及百姓
切身利益的财产继承、置产创业、劳动关系、劳动报
酬协议等公证事项。公证事项由原来简单办理民事

公证事项扩展到全方位办理民事、经济公证事项，涉
及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证领域不断拓宽
随着新郑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公证事业也

取得了明显进步，由原先的合同协议、继承、赠予、亲
属关系等传统事项，向证据保全、收养关系、遗嘱、现
场监督、招投标等新型公证事项拓展。

“只要能给孩子入上户口，俺爷孙关系能不能被
承认都没啥！”看到有希望，张某泪眼婆娑地说。

原来，1991 年 5 月份，老张在回家的路上捡到
一名男婴，并决定收养这个男婴。然而，由于老
张有一个儿子，不具备收养条件，民政部门也无法
为其履行相关收养手续，因此小孩的户口一直未
能入上。如今男孩已经 24 周岁，再不入户将影响
结婚生子等问题。新郑市公证处公证员得知情况
后，为老张办理了《事实收养公证书》，户口问题得
到解决。

新郑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公证

法》的颁布以及公证程序规则的不断完善，新郑市公证
处不断拓宽公证领域，积极介入城市拆迁改造、经济适
用房摇号、国有土地招拍挂以及企业打假、个人维权等
民生领域，有效预防了各类纠纷，化解了大量矛盾。

核实材料责任重大
“对你提供的相关材料，我们要进行核实调查……”

这是记者在新郑市公证处看到的一幕。
据娄健琳介绍，近年来，一些人拿着虚假证明、材

料要求办理公证，为了防止当事人弄虚作假，公证处需
要前往出具证明材料的部门和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如
果属实，则继续办理；如果发现材料作假，他们将把其
列入黑名单，拒绝为其办理相关公证。

“做我们这项工作，责任大、心要细。”娄健琳向
记者坦言。今年 5月份，一名 40多岁的男子持独生
子女证要求继承父亲遗产，引起了公证员的怀疑，后
来驱车 100多公里到当地社区和办事处核实情况，
发现独生子女证是假证，男子谎报信息。如果不是
公证员心细，就有可能办了错证。

公证维权解民忧
本报记者 边艳 通讯员 王军现

观摩评比城区
全民创卫示范网格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高凯）近日，新郑市领导陈春环
带领该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指挥部成员对城区全民
创卫示范网格创建情况进行观摩评比。观摩活动围绕社
区小区和背街小巷卫生保洁、车辆秩序、十乱治理、健康
教育氛围等进行实地察看并现场评分。

针对发现的问题，陈春环现场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
改，不留卫生死角，同时要求各单位充分发挥“三支队
伍”作用，增加走访的频次，加大问题排查的深度和广
度，积极创建全民创卫示范网格，通过示范网格、村（社
区）、乡（镇、管委会）逐级互评、互学，积极推广示范网
格的模式和经验，由点到线到面全面普及，不断延伸和
固化创卫成果，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实现规范化、精细
化、常态化。

新 郑 将 举 办
全民歌唱大赛

本报讯（记者 昊涵）为丰富活跃全市人民的文化生
活，进一步发现和培养新郑市歌唱人才，展示新郑人民健
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按照该市“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总体
安排，中共新郑市委宣传部、新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决定举办“唱响中国梦 出彩新郑人”——缔景天城杯全
民歌唱大赛。

此次比赛参赛选手年龄不限，新郑籍以及在新郑生
活、工作或学习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赛。其中，9月
11日~9月29日为报名参与阶段，9月29日~10月31日为
比赛实施阶段，11月中旬为决赛录播阶段。比赛演唱的
歌曲以倡导弘扬正能量为主，要求健康向上、格调高雅、
风格新颖、旋律优美、易于传唱。

此次比赛设置冠军1名、亚军1名、季军1名等奖项，
最终进入总决赛的12名选手，都将成为新郑市“百千万”
文化惠民工程文化志愿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切实为文
化惠民工程做出积极贡献。

深入社区普及急救知识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实习生 刘晓燕）9 月 12

日，新郑市红十字会联合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在薛店
镇常刘中心社区围绕“急救与老龄化人群”这一主题，举
办讲座，开展急救演练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急救
工作的认识。

据悉，每年 9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红十字国际联
合会确定的世界急救日，今年 9 月 12 日是第 16 个“世
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与老龄化人群”。

在常刘中心社区会议室，新郑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程继伟为社区居民作了一堂以“老龄化人群的急救”
为主题的专题讲座，讲授了心肌梗死的预防与处置、家
庭常见疾病的急救等内容，使大家了解不少常见病的急
救知识。

另外，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新郑市人民医院与第二
人民医院的急救车也开进常刘中心社区，急救人员为社
区居民开展了急救演练，现场示范心肺复苏、包扎、急救
搬运等内容，使社区居民现场学习到急救知识。

地税局
“四字战略”加强重点税源管理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通讯员 唐小平）为充分发挥重点税源助
收支柱作用，提升重点税源监控管理水平，近日，新郑市地税局
通过“查、问、知、强”四字战略，把握税源变化动态、提高税源分
析水平，为组织收入工作输入不竭动力。

“查”税源底数。通过定期深入重点企业进行税源调查和分
析，该局建立健全重点税源档案，准确掌握辖区内的税源状况，
及时分析税源增减因素，及时发现新的税收增长点。

“问”纳税需求。该局将辖区企业分行业、分性质，从政策辅
导、经营情况、当前税款征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了解需
求，帮助企业解决各种涉税难题和实际困难。

“知”税源趋势。该局不断加强对重点税源企业的动态管
理，建立重点税源分析比对制度，严密监控、强化督导，充分发挥
重点税源的支撑和拉动作用。

“强”分析预测。通过建立重点税源月分析制度，该局比对
分析重点税源企业的收入、利润、税额等数据情况，对税源结构、
行业分布、增减变化、政策影响等进行详细分析。

社保局
为工伤险参保职工免费体检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巴娟）近日，新郑市工伤

保险参保职工免费健康体检正式启动，750名工伤保险参保职
工将免费参加体检。

据悉，此次体检按照分批次、“实名制”的原则，重点覆盖煤
矿、化工、建材等高职业危害风险的一线职工，将为他们进行心
电图、肺功能、听力检查、神经肌电图、肝脾B超、X线摄片等 11
个项目的检查，所需费用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体检地点安
排在新郑市人民医院和新郑市防疫站两家具备职业病体检资质
的工伤保险定点医院。

体检结束后，新郑市社保局将为体检职工建立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确保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对发现的疑似职业病人员
及时进行诊断，并做好后续的治疗、康复和妥善安置工作，切实保
护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

新建路街道
启动“双节”期间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近日，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
召开“双节”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该街道全体班子
成员、各三级网格长、辖区大型超市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通过“三抓”落实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一是抓
宣传引导，通过广播、横幅、宣传单、宣传专栏及滚动电子屏等媒介，
在超市、集贸市场、食品零售商店等重要区域广泛开展食品安全常
识宣传活动，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二是抓隐患排
查，重点对辖区内的集贸市场、城乡接合部的食品销售加工点等进
行排查，并加大对超市、摊贩、临时加工点等场所的监管力度，确保
不留死角；三是抓监督整治，加大对粮油、肉制品、水产品、饮料、烟
酒等节日必备品的监督整治力度，对措施不力、消极应付的，严格追
究相关责任，坚决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农田水利建设稳步前行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高桂芳）近日，记者从新

郑市水务局获悉，该市农田水利建设稳步前行，为农业生
产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截至目前，该市有效灌溉40.82
万亩，耕地实灌33.62万亩，节水灌溉27.4万亩；集中式供
水工程249处。

近年来，新郑市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事关全局发展
和民生改善的战略工程、民心工程，先后实施了机井升
级、安全饮水、河塘治理、节水灌溉、水土保持、示范乡
镇、水库除险等九大类百余项民生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2011 年以来，新郑市先后投入 21 亿元用于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共完成新打机井 1611 眼，新增节水灌溉
13.2万亩，新增旱涝保收田 9万亩。

在工程建设期间，新郑市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投
标制、监理制、合同制和公示制“五制”，建立完善了资金
督查、工程稽查、审计检查、纪检监查四位一体的监督
体系，同时 10 个基层水利服务站充分发挥基层水利服
务职能，积极协调乡镇、行政村，将“护井渠”工作列入
村级治安巡防队伍职能，构建了市、乡、村三级覆盖的
水利管护体系。

此外，新郑市每周对重点水利工程进行现场观摩评
比，该市“两办”督查室和长效办将重点水利工程列入督
查范围，纳入政府重大项目推进周例会，列入红、黄、黑

“三色旗”考核机制。

近日，记者在新郑市采访发现，一座座外观漂亮、经济实用的移动公厕出现在该市
主次干道、游园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据该市环卫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市已在城区各游
园、主次干道新建公厕20座（其中移动公厕13座、土建公厕7座）。记者观察到，移动
公厕内部设施齐全，安装有洗手池、镜子、排风扇等设施，并有语音温馨提示，不但为市
民提供了良好的如厕环境，也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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